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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ldquo;城市 

病&rdquo;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 长

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 2010 年我国城市 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是 49.68%，这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ldquo;城市型社会&rdquo;， 未来中国

至少将有 10 亿城市人口，而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将催生出更多的超大型 城市。城市化在推动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以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为代表的各种 &ldquo;城市病&rdquo;。  

      据世界银行一项报告公布，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有一半在中国。 中国城市空

气中悬浮的微粒和硫磺含量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 织规定的标准，污染

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 年全球疾病负

担报告(GBD)数据显示，&ldquo;室外空 气污染导致每年在全球有 350 万人死亡，由此造成的

健康成本每年高达 3.5 万亿美 元。其中，中国的年死亡人数为 120 多万，接近总死亡人数的五

分之二，经济损失 约为每年 1.4 万亿美元。&rdquo;

      以 2013 年 1 月的全国性大规模雾霾事件为例，根据对全国受到雾霾事件影响 并有相关新闻

报道的 20 个省市资料的统计与评估结果显示，2013 年 1 月期间的雾 霾事件造成的交通和健康

直接损失约为 230 亿元，其中由于雾霾事件造成的急/门诊 的损失约为 226 亿元，占总损失的

98%。从分布区域来看，受到雾霾损失最大的省 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京津冀地区，包括浙江

、江苏、山东、河北、上海、北京等省市。

      大气污染主要是三大污染源:一是火电、钢铁、水泥行业为主的煤炭消费；二是 使用非清

洁油品的机动车辆；三是大量的基础建设造成的扬尘。有关研究表明，北 京市 PM2.5 约 60%

来源于燃煤、机动车燃油、工业使用燃料等燃烧过程，23%来源 于扬尘，17%来源于溶剂使

用或其他。我国目前对于使用清洁能源 的公共交通系统仍拥有较大的潜在市场需求。

      在着力建设多层次交通，清洁公共交通和大力发展有轨电车方面，国家相继出 台多项政策

。2012  年 3 月 21 日， 《&ldquo;十二五&rdquo;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出台，规划要 求：有

序推进轻轨、地铁、有轨电车等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市区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城市，逐步

完善轨道交通网络。市区人口超过 300 万的城市，初步形成轨道交 通网络主骨架。市区人口

超过 100 万的城市，结合自身条件建设大容量地面公共交 通系统。2016 年 3 月 7 日，《现代

有轨电车交通工程技术标准》编制专家审查会在 武汉光谷举行，《标准》经评审后将进一步

完善并报批，预计 2016 年 10 月出台， 这将是全国首个有轨电车行业标准。各地方政府也相

继出台了有轨电车的相关管理 办法。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现代有轨电车市场全景调查与行业竞争对手分



析报告》共五章。首先介绍了现代有轨电车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现代有轨

电车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现代有轨电车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

中国现代有轨电车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现代有轨电车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

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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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现代有轨电车业务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4.2.10 上海城建（集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4）企业现代有轨电车业务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6）企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第5章：现代有轨电车行业投资潜力与策略规划（ZY ZM）

5.1 现代有轨电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5.1.1 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1）政策支持因素

（2）技术推动因素

（3）市场需求因素

5.1.2 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1）国内整体市场空间测算

（2）中小城市市场空间测算

（3）大城市市场空间测算

5.2 现代有轨电车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5.2.1 行业整体趋势预测

5.2.2 技术发展趋势预测

5.2.3 市场竞争格局预测

5.3 现代有轨电车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5.3.1 行业投资热潮分析

5.3.2 行业投资推动因素

（1）行业发展势头分析



（2）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5.4 现代有轨电车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5.4.1 行业投资主体分析

（1）行业投资主体构成

（2）各投资主体投资优势

5.4.2 行业投资切入方式

5.4.3 行业投资案例分析

5.5 现代有轨电车行业投资策略规划

5.5.1 投资方式策略

5.5.2 投资地域策略

5.5.3 产品创新策略

5.5.4 营销模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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